
區會料通過議案 旺角行人專區或「殺街」

訂場制度甩漏 手續煩亂擾民
社區會堂使用欠監督 更新慢通知遲「死雞」難執

A10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黃健恆、甄智曄 2018年5月24日（星期四）

2018年5月24日（星期四）

2018年5月24日（星期四）

18社區會堂申請租用方式

地區 預約場地 取消期限 遞交方式
（#供個人 （申請期限） （活動舉行前 （申講指南）
預約） 最少工作天）

北區 每年1、4、7、10 7 親身/傳真/
月首7個工作天 電郵

元朗 各社區會堂不同 7 親身/郵寄/
提早3至5個月前 電郵

屯門 每年2、5、8、11 7 未有提及
月首6天

大埔 兩季前 7 未有提及

沙田 每年1、4、7、10 14 親身/郵寄/
月首5個工作天 電郵/電子表格

荃灣 每年1、4、7、10 14 親身/郵寄/
月首5個工作天 傳真
每年3、6、9、12
月首5個工作天

葵青 每年2、5、8、11 7 親身/郵寄/
月首7天 傳真/電郵

西貢 每年1、4、7、10月 10 未有提及

油尖旺 每季首7個工作天 7 郵寄/傳真

黃大仙 每季前3個月 14 親身/郵寄
首6個工作天 傳真

深水埗 3、6、9、12月 14 親身/郵寄
首5個工作天 傳真

觀塘 每年1、4、7、10 10 親身/郵寄
月首7天 傳真/電郵

九龍城（#） 每季度前4個月 14 親身/郵寄
首5個工作天 傳真/電郵

灣仔 每季首10個工作天 15 親身/郵寄/傳真

南區 每月首5個工作天 14 親身/郵寄/傳真

東區 4個月前首5個工作天 7 親身/郵寄

中西區（#） 150人以上活動， 7 郵寄/傳真
每季6個月前
150人以下活動，
每季3個月前

離島（#） 每年1、4、7、10 7 親身/郵寄
月首5個工作天 傳真

*註：以上資料參考民政事務總署網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旺角行
人專用區設立已18年，但近年專用區
的噪音及阻街問題愈趨嚴重，未有改
善，令居民飽受滋擾，香港文匯報早
前亦就此情況作出專題報道，引起各
界關注。
油尖旺區議會今日會討論由經民聯
區議員提出撤銷旺角行人專用區的動
議，預料在民建聯、經民聯及4名獨
立議員的支持下將獲大比數通過。政
府需考慮區議會通過的「殺街」建
議。

旺角行人專用區近年來已成為街頭
表演者的舞台，但噪音、阻街等情況
卻令附近居民備受滋擾。
經民聯4名區議員早前提出動議，要

求政府研究撤銷行人專用區，並將於
今日在油尖旺區議會會議上討論。
油尖旺區議會共有19名區議員，扣
除屬民建聯的區議會主席葉傲冬不參
與投票，即共有18票。
撤銷行人專用區議案由經民聯的陳

少棠、莊永燦、黃建新及黃舒明提
出，先有4票投贊成票。民建聯昨日經

商討後決定投支持票，除葉傲冬外共
有7票支持。
據了解，4名獨立議員包括仇振輝、
鍾澤暉、許德亮和鄧銘心亦傾向支
持。
換言之，只有3名反對派議員涂謹

申、林健文、余德寶會投反對票，議
案勢獲通過。

葉傲冬︰原意為人車分隔
若油尖旺區議會通過「殺街」議

案，運輸署便須跟進考慮，一般情況

下政府會尊重區議會意見，即旺角行
人專用區將面臨撤銷。
葉傲冬指出，政府當初設立行人專

用區的原意，是希望做到人車分隔，
惟多年來被人用作表演場地，噪音、
阻街等問題對附近居民和商舖造成不
少滋擾。
雖然政府過去有要求表演者自律，

但問題不但未有改善，更有惡化趨
勢，眼見市民的投訴愈來愈多，認為
專用區的設立已與原意相違背，故支
持「殺街」動議。

至於另一個由經民聯提出「要求民
政事務局牽頭在全港各區物色合適街
道及場地，重開行人專用區，供街頭
表演愛好者推廣本地藝術文化」的議
案，民建聯則會投棄權票。
旺角行人專用區實施18年間，曾數
度縮短開放時間，包括於2014年由每
星期7天減至只是周末及公眾假期開
放，但噪音投訴近兩年不跌反升，去
年更見新高。
而在行人專用區錄得的噪音分貝，

都在90以上，令附近居民備受困擾。

相較康文署已使用近
20 年的電子租場系統
「康體通」，民政事務總

署至今仍規定租用社區會堂要親身到當區民政
事務處，或以郵寄及傳真辦理。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周浩鼎表示，香港作為智慧城市，但在租
用社區會堂的申請手續，卻非常落後，「好多
政府機構，已經有手機應用程式去申請各類場
地，但社區會堂呢啲咁貼近市民嘅場地反而
冇，民政事務總署應該要多啲關心市民需要，
重新檢視訂場方式。」

「康體通」改革堵絕「炒場黨」
每日早上7時，康文署的電子租場系統「康

體通」會開放，市民可以先到先得形式預訂10
日內的康樂設施。不過，申訴專員公署2012
年公佈調查報告，指有「炒場黨」利用團體優
先訂場安排預訂康體設施，再於網上轉售炒
賣，更有市民利用不同證件登記「康體通」訂
場。

康文署最終更改制度，展開「康體通」用戶
重新登記計劃，已登記成為「康體通」電腦預
訂系統用戶的本港居民，需以其香港身份證資
料重新登記戶口，以確保每名市民只可擁有一
個「康體通」戶口作預訂康體設施用途。
此外，康文署亦於今年2月推出「康體通」

網上預訂流動版服務，以及於上月起停止「康
體通」電話預訂服務，以防有人利用訂場後可
在3天內繳費的利便，藉此「炒場」賺錢。

租場手續落後 民記冀有App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踏入5
月，海上或河上不時都會出現龍舟的蹤
影，當中亦包括由視障人士與健全人士組
成的「黑武士失明龍舟隊」。視障隊員艷
清表示，即使自己看不見景象，亦不熟水
性，但勇於踏上龍舟，便自此愛上水上運
動，坦言「有機會參與水上運動一世人也
沒想過」。她鼓勵視障人士多參與活動，
不要自我局限，更不要怕麻煩到別人。
「黑武士失明龍舟隊」由11名視障隊員

及13名健視隊員及義工組成，年紀最大的
73歲，比賽時視障與健視隊員各佔一半。
龍舟競賽講求團結及合拍，節奏一致才能
使龍舟高速前行，視障人士缺少視覺的輔
助，但亦能整齊地划龍舟，隊伍在去年的
「無線盃挑戰賽」更勇奪第四名，力壓其
他健全人士組成的隊伍。

大師兄：練出集中力「減躁」
患有遺傳性視網膜病變的建華是隊中的

「大師兄」，今年連續第三年參加龍舟競

渡。55歲的他只餘半成視力，僅能看到人
影。
他視力未退化前已熱愛運動，因病提早

退休後，更積極參與活動，經常練習游水
及中國功夫。在朋友介紹下，他接觸到龍
舟。由於視障人士看不到方向及前方景
象，只能依靠聽力。
建華說，接觸龍舟後，有助加強集中

力，變得沒那麼暴躁，因不同的隊伍都會
發出鼓聲，需要耐心分辨自己隊伍的鼓
聲。同時，健全人士可向着前方划，但視
障人士則需很強的集中力，「記住12點方
向鼓聲。」
雖然隊伍去年力壓其他隊伍，當中不乏
「大隻佬」隊，但建華仍謙虛地指，不與
他人比較，隊伍樂在參與，「我們划的時
候看不到與其他隊伍的距離，目標只有自
己，輸贏不重要。」

克服怕水 報名習泳
60歲的艷清在隊中屬「新手」，去年才

加入，性格較文靜的她在視障朋友介紹下
參加訓練。她指，為人較慢熱，且不會游
水，從沒想過參與水上活動。然而，在初
次體驗後，艷清發現水上活動很新奇，
「在水中是另一種樂趣。」
更令她着迷的是團隊精神，隊伍經常互

相幫助，連休季時，教練及義工亦會陪同
隊員練跑及參加馬拉松。
艷清坦言，活動不但使她身體更強健，

人亦更開朗，感激遇上多位熱心人士幫
助，得以划龍舟。如今，她已克服對水的
恐懼，更自行報名學習游泳。
隊伍能順利練習，有賴健全的隊員及義

工幫忙，攙扶視障人士上落龍舟及帶領他
們到練習地點，阿聰是其中一人。他說，
從7年前起加入，因有感龍舟較其他運動更
難組織，認為視障人士能參與當中更是難
能可貴。
助人自助，阿聰說，從視障人士身上學
得的更多，不少人態度正面，甚至不會游
水亦不怕划龍舟，令他深感佩服。

「旱鴨子」划龍舟 失明健兒創佳績

各區民政事務處的社區會堂深受市民歡迎，
經常爆滿，惟申訴專員公署於2016年指，

租用社區會堂或中心的懲罰制度，每區獨立執
行，懲罰制度形同虛設，故要求署方探討設中央
資料庫的可行性。

區區「玩法」唔同 多未電子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以團體職員身份到各區
會堂了解，發現一般只可在現場查看訂場情
況。在18區社區會堂中，其中九龍城社區會堂
會在場外貼出最近5個月的訂場資料；深水埗
區8間社區會堂、油塘社區會堂及中西區社區
會堂，則只貼出當月詳情。
在旺角其中一間社區會堂，則有另一「玩
法」。「壁報板嗰份場地資料只係今日，你想
知其餘日子訂場情況，就打去office問。」
其中一間旺角社區會堂職員稱，如欲知其他

日子場地空檔，必須向辦事處查詢，不可在網
上查看。
在場地申請方式上也非常落後，大部分場地要
求申請者到當區民政事務處，或以郵寄、傳真方
式訂場，只有北區、葵青、觀塘、九龍城及沙田
區可以電郵申請，其中沙田可兼用電子表格。
有關申請時限，一般會在每季開始的首數個
工作天，供預訂下季度場地，惟部分要在兩季
前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因取消場地時限為7個
至21個工作天不等，在透明度不高下，團體若
想「執死雞」訂場，亦有難度。根據深水埗區區
議會文件，去年10月至12月，共有32個團體及
5個部門分別89次及12次沒有到場使用設施。
經常租用社區會堂演出的非牟利團體會長龔靜
儀坦言，曾於去年9月中以後補身份申請租用10
月初的西營盤社區會堂，但職員指已有人訂場，
「隔咗兩日佢打畀我話有場，但我已經租咗其他
場，咁遲通知都趕唔切籌辦活動啦。」
日前，她又計劃在10月初預訂同一場地，惜

同樣發現已被政府部門預訂整整兩周，「到時若
果佢哋又好遲先放返個場出嚟，又搞到其他人租
唔到。」

當局：研推電子租用系統
民政事務總署發言人指，18區民政事務處所

採用的申請表、進行抽籤的時間及程序安排等不
盡相同，引入電子租用系統將會是一項龐大及複
雜的工作，該署於2017年委託承辦商研究推行
電子租用系統的可行性，有關研究預計於2018
年完成。

18區社區會堂租場方式各異，透明度

低，兼浪費資源。供舉辦文娛活動的民政

事務總署社區會堂，申請租用手續繁複，

香港文匯報記者比較各區社區會堂的租用

申請指南，不但限制多，更發現在申請及

取消場地時限，及遞交方式上各有不同。

由於部分會堂的取消場地時限僅7個工作

天，加上未必會在場外張貼通告，令其他

欲租用的團體錯過訂場機會。民政事務總

署正委託承辦商研究推行電子租用系統的

可行性，今年預計完成相關研究。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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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社區會堂訂場情目前大部分社區會堂訂場情
況仍要到場查詢況仍要到場查詢。。

■在社區會堂舉辦的活動，十分受市民歡迎。

◀旺角社區會堂只貼出當日活動詳情，不
可查看其餘日子空檔。

▲龔靜儀認為民政事務總署未有善用社區
會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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